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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教育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提供均等化的教育服务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建立充足、公平、有
效的教育财政制度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 
 

构建促进教育公平的教育财政制度 
 

 王善迈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各级各类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大大推

进了教育公平。2005年小学入学率 99%，初中毛入学率 9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 52.7%，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21%。这说明，我国义务教育基本上实现了入学机会的公平，高中阶段教育
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幅提高。但和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教育公平

在当前仍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义务教育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办学基本条件在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的巨大差异，

使一部分适龄儿童和少年还未能获得均等化的教育服务，在普及和完成基本的义务教育上仍然存

在不公平。 
  高中教育的公平问题，除由于区域间、城乡间的不均衡导致入学机会不公平外，主要表现在

校际间教育质量存在较大差异条件下，高质量教育入学机会规则的不公平。目前我国高中教育还

不是义务教育，入学的基本方式是通过考试制度对受教育者学习能力进行筛选，教育公平表现为

规则公平。近年来“以权择校”（包括某些政府机构以与学校共建名义，利用公共资源为其子女

提供择校机会）和“以钱择校”之风愈演愈烈，以权择校是腐败，以钱择校则是教育市场化，破

坏了入学规则的公平，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中等职业教育的不公平，主要表现为相对于普通高中而言的教育负担和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接受中职教育者大部分来自工人、农民等低收入家庭，教育私人成本高（学费高于普通高中一倍

多）、预期经济收益低（就业难，预期收入低，进入高一级教育难）。这是目前我国中职教育社会

需求远远大于个人需求的主要原因。 
  在现行高等教育统一考试制度下，高等教育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入学机会和进入重点大学机

会在区域间的不公平。作为非义务教育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是指入学机会不因学习能力

和个人意愿以外的其他条件而存在差异。中国高校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类，数量上地方高校占绝大

部分，从质量来说，积聚于中央高校。由于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使高等教育入学机

会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由于中央院校在属地招生比例过高，导致高质量学校入学机会的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都是由于受教育者在地域上的差别而致。 
  贫困学生和流动人口子女在教育机会上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公平。由于群体间收入过大的差

别，使贫困学生尤其农村贫困学生在接受和完成各级各类教育上存在不公平。在工业化、城市化

进程中，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入学机会上与城市居民相比也存在不公平。虽然政府

制定了对各级教育贫困生资助政策，规定了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上以流入地财政负担为主和进

入公立学校为主的“两为主”制度，但执行中仍面临许多事实上不公平。 
  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过程公平和结果公

平的起点。教育公平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教育公平也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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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和目标。就我国当前而言，首要的目标是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推进教育公平主要责任在政

府，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6年 8月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保证人
民享有接受教育机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客观要求。教育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均等化的教育服务是公共

财政的基本职能。完善公共教育财政制度是促进教育公平的保障。 
  建立充足、公平、有效的教育财政制度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为此，应大力推进教育

财政制度改革。 
  1.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在各级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增大教育经费总量 
  教育经费总量不足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总量，坚持教

育经费“三个增长”，力争在 2010年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的比重达到 4%。为此，首先要进
一步转变政府与财政职能，调整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其次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特别是发展非义务教育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中的民办教育，提高基

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中民办教育的质量。完善税收制度，激励社会和个人对教育事业无偿捐赠，

提高对教育捐赠在税前列支的比例，加快财产税、遗产税、财产赠与税的开征。 
  2.调整公共教育支出结构，提高其用于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比重 
  教育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分配不合理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为此应调整公共教育

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中用于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比重。力争在“十一五”期间，

在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中，政府支出比重由 2005 年的 70%达到 90%以上。在中等教育（包括职业
教育）经费来源结构中，提高财政拨款比重，降低学费等比重。 
  3.加大中央和省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区域间经济与财政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和重城市轻农村的财政政策是导致教育尤其义务

教育在区域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和公平缺失的根本原因。为缩小区域间、城乡间教育尤其义务

教育发展的差别，促进教育公平，应加大中央和省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规范教育财政转移

支付制度。 
  首先，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应尽快制定义务教育阶段办学基本标准，包括教职工编制标准、工

资标准、学校建设标准、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争取在 2010 年各地区城乡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达到
国家规定的办学标准，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适时进行调整。以此为基础将义务教育经费全

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并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单列，以保证所有适龄儿童和少年接

受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近期内应按照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和国务院的规定，实行义务教育经费由省级政府统筹，农

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体制。条件成熟时，可按国家和省制定的

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标准，以县级为单位按影响教育经费需求与供给的因素，测定义务教育经费标

准需求和财政供给能力，其经费的存量与增量缺口由市、省、中央财政逐级转移支付，填平补齐。 
  对非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贫困省、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高等教育，中央财政应采取专项

转移支付予以支持。 
  4.取消基础教育重点校政策，均等化财政拨款，促进学校间均衡发展 
  财政对同级学校的拨款制度是影响学校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为缩小同级学校间发展差

别，应改进财政拨款制度。对同一行政区（县）内的实施基础教育的学校，实行以在校学生为基

础的均等化拨款制度，对农村和办学条件差的学校倾斜。对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拨款应高于普通

高中。同级财政负担的高等学校，对维持学校正常运行的基本支出，按不同学科生均标准成本一

定比例实行均等化拨款制度，对办学条件差的学校倾斜。为建世界一流或名牌大学，通过项目支

出予以倾斜，在项目支出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采取招标投标制度，并以学科建设为主要支持对

象。 
  5.完善学费制度，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或变相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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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多数学生家庭支付能力和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为依据完善学费制度，是促进教育公平的

重要条件。义务教育在 2008 年全部免除学费杂费。非义务教育学费按生均成本一定比例由省级
政府确定，中等职业学校学费低于普通高中。 
  逐步取消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收费。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就近入学原则，当基础教育阶段民办

学校教育质量达到较高水平时，“择校找民校”。目前在基础教育学校间差别较大条件下，择校收

费继续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大幅降低返还原学校比例，提高用于薄弱学校的比例，同时公

平分配优质学校招生指标，最终取消“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 
  6.制定各级各类教育贫困学生资助法或条例，完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 
  尽快建立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学生的资助制度和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

宿制学生资助制度。进一步完善现行的高等教育中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采取财政拨款和社会捐

赠为本金，由开发银行或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体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并对贷款覆盖面、额度、

还本付息办法进行调整。同时尽快建立大学毕业生就业后流动信息系统和个人信用制度,以减少贷
款还本付息风险。 
  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由流入地财政负担，享受流入地学校同等教育服务。对特殊教

育学校和视听及智力残疾儿童和少年在学习、生活、康复方面给予特殊财政支持。 （作者 王

善迈 为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